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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9万炮的地
震处理资料交付印度石
油天然气公司，标志着由
中石化地球物理公司胜
利分公司承担的孟加拉
SS04/SS09区块二维地震
资料采集、处理项目全面
完成。“项目结束后，我们
主要精力就放在能不能
再拿一个项目。”项目经
理刘金录说，孟加拉湾是
重要的国际滩海勘探市
场，胜利物探早在2014年8
月份就开始追踪S S 0 4 /
SS09区块，并于去年上半
年中标后当作“生命工
程”对待，倾尽全力服务
好这个油气勘探项目。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刚刚 苏浩

有人方能“走出去”

在孟加拉，要出海搞物探，需
要到海军、环保、能矿等部门办齐
相关证书。就像渔业部的许可证，
必须渔业部长审核。“举目无亲，
事事只能靠自己。”该公司2187地
震队党支部书记刘奎山说，出国
勘探语言是第一道关口。

走出去，人才是基石。作为滩
浅海勘探的主力队伍，2187地震
队充分利用生产间隙、修整期，督
促生产骨干外培学习、实战演练
来“充电”提素。2010年，他们组织
参加半年期的英语强化培训。
2013年，借承担澳大利亚洛克石
油公司项目开设“下午茶”等课
堂，强化与外籍监督交流。他们还
到中国石油大学等高校、专业培
训机构，进行多期涉外专业培训。

即便这样，为聚力做好该项
目服务，胜利分公司从2187地震
队、国际事业部、测绘中心等单位
优选60多名职工组成施工项目
组。“每个现场，要保证有一名能
与外方交流的生产骨干。”刘奎山
说，项目满次长度2000多公里，6
条外方居住船舶，放线、测量等多
道工序，中方人员严格控制。在项
目合同整理解释、施工技术标准
对接、野外劳工管理等方面，这些
国际化的生产骨干都充分发挥了
作用。

夜间劳工休息后，为保障施
工连续，生产骨干组成义务放线
组排除海底设备故障。结合当地
施工环境，放线班长张志伟摸索
出“气枪间隔放炮，测线切段施
工，排列滚动搬家”的组织模式，
提高生产效率。

严格标准服务甲方

项目生产前期，技术人员通
过计算、论证分析发现，在满足甲
方需求的条件下通过技术处理，
每条物探测线能减少2 . 5千米的
设备布设量。经过向甲方对接、对
比分析变更前后的资料质量获得
认可，仅此一项就减少12000多道
设备的布设。

“物探项目从设计到现场实
施，许多方面需要根据实地情况
再完善再优化。”刘金录说，项目
开工不久，他就组织仪器、测量、
处理等各环节的骨干逐条解读甲
方技术标准，并结合潮差、海流、
航道等复杂的施工环境做好对
接，制定可行的生产方案。他们通

过邮件等形式向甲方技术澄清沟
通5次，与监督协商确定施工标准
和技术要求30余次，留下技术签
字档案资料6份。

运行期间，他们在达卡设立
项目部密切与甲方联系，及时协
商优化施工方案。去年12月的一
天，胜利705气枪震源船测深仪突
发死机，无法记录炮点水深数据，
项目组及时制定替代方案，并与
甲方进行沟通。外方监督认为方
案可行，同意边施工边处理，良好
的沟通挣得了5小时放炮时间。

让外籍劳工干标准活

提起在孟加拉的经历，最让
安全员王冠卿难忘的是当地厨师
凯伦制作的“咖喱鸡肉西红柿”
菜。“搭配太不和胃口了，咖喱味
太浓。”几天时间，船上的12名中
方员工叫苦连天。凯伦也很“委
屈”，其实孟加拉人最常吃的是咖
喱手抓饭，这还是他特意为中方
人员制作的。

事实上，走出国门，带领外方
劳工干项目并非易事。不到70名
中方人员，当地劳工有130多名，
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劳工对物探
施工不了解，每个问题都制约项
目运行。

“向甲方提供高品质的地震
资料，必须让每个人严格执行勘
探标准。”刘金录说，物探是个要
求很高的技术活，放线、测量必须
保证精准度。他们把岗位操作规
程、安全管理规定量化细分，制作
成表格条目，剪成一个个的小纸
条。然后中方人员通过面对面口
述、手把手实操，让每名劳工切实
掌握岗位操作技能。

在凯伦的船上，看着队友每
顿饭都吃几口收场，唯一能和凯
伦交流的王冠卿就通过网络搜索
一些常见饭菜的做法，然后指导
凯伦实践。“给中石化工作五个

月，我学会10多道中国菜。”项目
结束，凯伦自豪的说。

首次尝试小道距采集

滩浅海勘探很大程度上就是
与潮水抗衡，物探要获取高品质
资料，接收地震波的检波器位置
必须毫厘不差。“在孟加拉湾搞物
探，潮流制约很大。”项目技术副
队长马俊杰说，航道区潮流达到5
米每秒，快过胜利油田探区3倍，
放在水里的检波器有时被冲出
500多米远。更让大家头疼的是，
甲方要求的检波器道距(两个检
波器之间的距离)小到12 . 5米。

据了解，在以往的海上施工
中，潮流严重制约了放样精度，他
们长期采用50米道距，直到2015
年才在胜利油田浅海尝试缩小到
25米。

“小道距对放样精度提出更
高的要求。”马俊杰说，他们改造
制作了可360度旋转不脱扣的电
缆卡扣，防止受潮流冲击海底设
备翻滚脱扣。为应对检波器漂移，
通过向当地渔民取经、结合生产
试验，他们创新设计“五齿锚”固
定设备。

技术人员利用流速仪等专业
设备，密切追踪潮流变化。同时结
合潮汐时间、变化规律，综合考虑
高、低、平潮时间和潮流大小灵活
制定生产计划。潮流急时测线顺
流滚动、潮流缓慢高效切割施工，
减少偏移量。

他们还利用成熟的二次定
位技术，配备2个小组复测测线。
做到放线测、整改测、超时测、收
线测，实现多次、实时定位；首次
尝试采用图形可视化处理进行
QC监控，优化控制现场。采取系
列高质高效运行举措，换来了甲
方项目经理的高度赞扬：“中石
化的物探队完成项目效率高，资
料品质好。”

滨南采油厂：

精细滚动促效益开发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君
李丽) 近日，在胜利油

田东胜信远采油管理区
晨会上，大家不难发现每
周例行的安全环保问题
曝光讲评会时间越来越
短，曝光的隐患问题数量
也越来越少。

据了解，今年以来，
信远管理区在开展“我为
安全做诊断”活动中，持
续加大安全环保问题曝
光和整改督导力度，并在
每周二的生产晨会上集
中公示，让“低老坏”问题
无处藏身。

为提升全员安全意
识，管理区在所属三个注
采站开展“竞赛式”自查
自改活动。他们打破以往

“领导查，员工改”这种被
动式的安全检查方式，发
动全员从自身岗位查找
各种危险源，并针对隐患
做 到 发 现 一 处 、整 改 一
处、消除一处。同时，管理
区还采取班组互查、干部
复查等方式，按曝光问题
数量、隐患问题类别、问
题整改完成情况进行评
比，对竞赛中涌现出的优
胜班组进行奖励。

“曝光台”和“评比台”
实施以来，三个注采站站
长结合各自队伍状况及生
产经营实际，带领员工对
设备、现场等方面进行拉
网式检查，不放过任何一
个环节和隐患点，员工也
积极由“要我安全”向“我
要安全”转变。

东胜信远管理区：

竞赛式安全管理见成效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美静
刘俊霞 ) 面对严峻形

势，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
围绕“低油价下，如何利用
低成本开发技术实现降本
增效”，在利津油田利用停
产井利16斜2井进行侧钻
滚动井利16侧斜2井，开井
后日油12 . 5吨、含水13%。

利16侧斜2井位于利2
块南部，区块内整体上呈
西高东低的单斜构造，目
的层沙二段油藏类型为构
造岩性油藏，油层分布范
围受砂体展布控制，东部
低部位具有边水。

技术人员利用新出站

的胜北高精度三维地震资
料，对利2块进行精细构造
解释和断裂刻画，并结合
相邻区块油水井钻遇及生
产情况，精心部署滚动勘
探井利16侧斜2井，从井位
设计、审批、钻井、投产作
业层层把关，确保钻井、作
业施工质量，落实该块储
层和产能，取得日产12 . 5
吨的高产工业油流。

该区块的发现是继利
11斜45井区寻找“小而优”
产能区块后的又一成功案
例。在当前低油价的严峻
形势下，该类井区的低成
本开发，为老油田的稳产
和滚动开发增添了信心。

胜利物探持续深耕孟加拉物探市场

精益求精，赢得国际市场赞誉

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任厚毅
咸国旗) 近日，在孤岛

厂GD1-7-101井，由胜利
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注水所攻关研发的分层注
水、分层调剖测调一体化
技术首次现场试验取得成
功，该技术对特高含水期
整装油藏高效调剖、注水
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对特高含水整装油藏
进行分层调剖，是提高注
水利用率、改善注水开发
效果重要手段。但对调剖
井来说，要实现分层调剖
后注水，就需先后下入分
层测试管柱、分层调剖管
柱和分层注水完井管柱，
带来作业工序多、施工周
期长、成本高等系列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注水
所经过攻关研究形成分层
注水、分层调剖测调一体

化技术。该技术通过设置
专门的测调一体分层调剖
通道，可以实现调剖剂的
大排量、低剪切的高效注
入，调剖排量≥500m3/d，
调剖剂黏度保留率≥96%；
该技术充分融合测调一体
化分层注水功能，当调剖
结束后关闭调剖通道、打
开注水通道，即可转入正
常的分层注水状态；该技
术采用同心结构设计，分
层调剖、分层注水层数理
论上不受限制。

据了解，该项技术充分
利用一趟管柱同时实现分
层测试、分层调剖、分层注
水功能，在满足各项技术要
求的同时，有效减少作业工
序、降低作业占井时长，大
幅减少了作业成本支出，对
特高含水期油藏低成本、高
效注水开发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

外籍工作人员练习捆绑采集设备。

在孟加拉湾进行作业施工。

胜利工程院：

新技术现场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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